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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护理在血液科化疗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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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目的：探讨在血液科化疗患者临床护理中综合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。方法: 本次研究对象共 68 例，均选自我院血液科化疗患者，选

取时间为 2019 年 3 月-2020 年 5 月，根据临床护理方案的不同应用，将其分组展开实验。在以往常规护理模式的指导下，为对照组患者提

供病情监测、用药指导等基础护理服务。在综合护理方案的应用下，为观察组患者提供心理护理、药物外渗护理、不良反应护理等多项护

理服务，两组患者人数均为 34 例。结果：不论是患者的护理满意度，还是患者护理三个月后生活质量评分，在各项指标的比较上，观察组

对应数值明显要高于另一组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（P<0.05）。结论:给予血液科化疗患者综合护理服务，包含患者的心理、不良反应干预、

饮食等多方面的内容，各项护理干预措施更具针对性特点，护理质量得到提高，值得在临床护理中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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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资料与方法 

1.1 一般资料 
本次研究对象共 68 例，均选自我院血液科化疗患者，根据临

床护理方案的不同应用，将其分组展开实验。其中，观察组中共 21

位男性患者、13 位女性患者，最小年龄为 26 岁，年龄上的平均值

为（56.42±4.52）岁；对照组患者男女人数分别为 22 例、12 例，

年龄上的平均值为（55.72±3.78）岁。在临床诊断方式下，所有患

者均已经确诊，本次研究在所有患者知情下开展，患者的精神、意

识正常，无重大心血管疾病，从两组患者年龄、性别等基本资料的

整理上来看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>0.05）。 

1.2 方法 
将常规护理用于对照组，主要涉及到患者病情的监测、健康知

识宣教等基础护理服务[1]。 

将综合护理干预用于观察组。首先，整理患者的病历资料，对

患者的疾病情况、年龄、家庭情况等基本信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。

为避免患者化疗期间出现紧张、害怕等负面情绪，在各项操作前，

需提前向患者说明此操作的目的和意义。另外，掌握一定的沟通技

巧，与患者聊些感兴趣的话题，转移患者的注意力。也可采用激励

法来消除患者的恐惧。向其列举之前预后效果较好的案例，给予患

者更多精神上的鼓励，轻拍患者背部或者与其握手，给予患者更多

的安全感，使其配合治疗。其次，化疗期间，药物外渗也有着较高

的发生概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注射操作应停止进行，将药物回吸，

以静脉注射的方式，将剂量为 5mg 的地塞米松输注值患者体内，坝

镇后，在外渗位置放置冰袋，以此达到冷敷的效果。通常情况下，

冷敷时间维持在 24 小时左右。其后进行湿敷操作，具体试剂为：

浓度为 50%的硫酸镁。此外，为改善患者肢体肿胀的症状，应缓慢

抬高同侧肢体，对溃疡部位，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。最后。化

疗期间呕吐、恶心等不良反应的出现，不仅对患者的身体上带来了

不适，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影响到治疗效果的发挥。为此，护理人员

应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。如：为减轻患者化疗期间恶心呕吐的程度，

可将餐后的 3-4h 作为静脉化疗的时间，与其他阶段相比较，此阶

段患者的胃内压力偏低，故可减轻不良症状。针对呕吐较为严重的

患者，需遵医嘱给予其药物干预。 

1.3 观察指标 
为了解患者的护理满意情况，制作调查表展开调查，100 分为

满分，满意区间为 90-100 分，较满意区间为 80-90 分，不满意区

间为 0-80 分。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分，主要涉及到人际关系、

运动、健康责任、应对压力等多个方面，评分值高低与患者生活质

量的好坏呈正比。 

1.4 统计学处理 
本次研究中数据的整理依靠 SPSS20.0 统计学软件来完成，（`x

±s）、%分别为计量、计数单位，前者使用 t 进行检验，后者使用

x2 进行检验，当组间差异符合 P<0.05 的要求时，视为具有统计学

意义。 

2 结果 
2.1 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比较上来看，观察组对应分值显著

高于另一组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（P<0.05）。详细数据请见表 1. 

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（`x±s） 

组别 例数 人际关系 应对压力 健康责任 自我实现 

观察组 34 78.95±3.74 77.85±3.51 75.88±2.46 77.62±3.24 

对照组 34 66.62±2.41 65.78±3.85 64.78±5.62 62.87±2.54 

T 值  13.245 12.784 13.658 12.478 

P 值  ＜0.05 ＜0.05 ＜0.05 ＜0.05 

2.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：观察组为 94.12%，对照组为

76.47%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（P<0.05）。详细数据请见表 2. 

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（n,%） 

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体满意度 

观察组 34 21 11 2 94.12 

对照组 34 16 10 8 76.47 

X2 值     14.526 

P 值     ＜0.05 

3.讨论 
肿瘤疾病的出现对人体健康有着较大的伤害性，一般情况下，

临床治疗主要以手术为主。不过，想要真正控制住疾病的发展，手

术完成后仍需接受化疗治疗，力求将癌细胞杀死，为患者争取更多

的生存时间。尽管如此，化疗治疗也会引发患者一系列不良反应的

出现，如：代谢紊乱、恶心、呕吐等，因身体上的不适，在很大程

度上对患者的心理健康也会造成伤害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应加大临床

护理干预力度，从以往血液科化疗患者的护理经验中进行总结，明

确患者化疗期间发生的不良反应，具有针对性去采取相应的护理干

预措施，来减轻患者的症状，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，达到良好的治

疗效果。现如今，有关护理方案的探讨仍在持续，为满足患者的各

项护理需求，应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内容，给予患者更加全面的综合

护理服务，将临床治疗效果发挥至最大程度[2]。 

在本次研究当中，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生活质量评分明

显高于另一组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（P<0.05）。由此可见，在血

液科化疗患者临床护理中，综合护理干预的应用价值较高，值得推

广与采纳[3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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